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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人或称巴族，是我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
所谓巴文化，依照狭义的考古学的范畴，当是指夏商周时期，在三峡地区及临近区域，由巴民族所创
造的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
    本书在长期参与三峡文物保护、进行大量课题专项调查以及吸收前辈学者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利用三峡地区最新的考古成果，采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
究的形式，对巴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三峡地理环境与巴文化形成机制  第一节  三峡地理环境与巴文化的地缘关系  第二节  三峡远古
文明与巴文化的始源关系  第三节  三峡渔猎文明与巴文化的生存关系  第四节  三峡盐业文明与巴文化
的发展关系第二章  巴族的起源与迁徙  第一节  巴族起源若干问题的认识  第二节  廪君的起源、时代及
迁徙  第三节  巴族的分支及习性第三章  巴国的兴衰与巴族的演变  第一节  巴国的建立及发展  第二节  
巴国的衰亡  第三节  秦汉以后巴族向土家族的演变第四章  三峡考古与早期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第一
节  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出土的陶釜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巴人遗存中出土的陶釜  第三节  战国到两汉时
期巴族地区出土的陶釜、铜釜和铁釜第五章  三峡考古与早期巴文化的源头及类型  第一节  早期巴文化
的源头  第二节  早期巴文化的形成与类型  第三节  早期巴文化与“濮”文化的关系第六章  清江考古与
远古巴人遗存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及文化遗存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存  第三节  夏
商周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址  第四节  商周时期的早期巴人墓葬第七章  三峡考古与巴族渔猎文化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巴人先祖的渔猎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巴人渔猎  第三节  战国及两汉时期的巴族渔猎第八
章  三峡考古与巴族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文化  第一节  巴族的农业  第二节  巴族的手工业  第三节  巴族
的商业第九章  三峡考古与巴族建筑文化  第一节  石器时代三峡原始先民的建筑居住形式  第二节  夏商
周时期巴人的建筑居住形式  第三节  汉至六朝时期巴族地区的建筑居住形式第十章  三峡考古与巴族青
铜文化  第一节  青铜乐器  第二节  青铜容器  第三节  青铜兵器  第四节  巴式青铜器相关问题的认识第十
一章  三峡考古与巴族墓葬文化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巴族先民的墓葬  第二节  战国时期的巴人船棺葬  
第三节  涪陵小田溪战国巴人墓群  第四节  云阳李家坝战国巴人墓群  第五节  开县余家坝战国巴人墓群 
第六节  鄂西及湘西发现的战国巴人墓第十二章  三峡考古与巴族悬棺文化  第一节  巴族地区悬棺葬的
分布情况  第二节  悬棺葬的类型及葬制  第三节  悬棺葬的起源、族属及宗教观念第十三章  三峡考古与
巴族原始宗教文化  第一节  巴族的白虎文化  第二节  巴族的巫鬼文化  第三节  巴族的卜噬与“人牲”
祭祀第十四章  三峡考古与巴族的文字、舞蹈艺术  第一节  巴族的象形文字  第二节  巴族的原始舞蹈艺
术第十五章  三峡考古与巴蜀文化、巴楚文化的关系  第一节  巴蜀文化关系的认识  第二节  巴楚文化关
系的认识附：作者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部分相关论文及考古简报目录作者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三峡地理环境与巴文化形成机制什么叫文化？
《辞源》释为：“古称文治和教化，今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
”用现在的话说，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历史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举世闻名的三峡地区，自古以来以其肥沃的土地，温和的气候，丰富的资源，哺育着中华民族的成长
，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被欧美学者誉之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其文化以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和鲜明的特征，孕育出我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一个伟大的少数民
族——巴族。
笔者以为，所谓巴文化，依照狭义的考古学的范畴，当是指夏商周时期，在三峡地区及临近区域，由
巴民族所创造的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
从其广义而言，当是指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巴族地区人群生活方式的总和，它包含旧石器时代、新石
器时代等史前时代，也包含整个文明时代。
巴文化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较大发展，自50年代到80年代末，以潘光旦、徐中舒、童恩正
、董其祥、邓少琴、张勋僚、任乃强、管维良等一大批前辈学者，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巴族历史
、经济、政治、文化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三峡库区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为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但总的来看，巴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广、关联度大的学术议题。
它既牵涉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即如何界定巴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同时也牵涉巴文化与蜀文化
、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关系问题。
由于历史上文献资料的匮乏，加之考古材料得有一个不断发掘和不断认识的过程，因此，要想在短时
期内将巴文化的诸多问题彻底弄个水落石出，恐怕不是某一代人或几代人所能做到的，可谓任重而道
远。
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的：“任何时候人们对历史的
认识，均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史料；二是能力。
对史料的发掘及人类能力的增长均无止境，因此，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地接近历史
的真实。
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
可以说，历史在创造它的人类面前，永远是个解不透的谜。
”当然，解不透并不等于无解，巴族历史的研究需要各个时期、各个专业的学界同仁前仆后继地不断
探索，相信我们会不断接近巴族历史的真实。
从区域文化学和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巴文化是具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具有从古到今的历史延续性
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
巴文化的始源在三峡地区，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乃至人类的起源时代。
巴文化在空间分布上属于古代长江中、下游一带三个原始文化区（即蜀文化区、巴文化区、楚文化区
）之一的文化形态，由于三峡的特定环境，使古代巴人创造的文化不同于蜀、楚。
如今，人们研究蜀文化离不开巴文化，研究楚文化也离不开巴文化，说明巴人的文化原型形成较早，
并有鲜明的个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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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巴族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
巴人其以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创造了自己的文化。
巴文化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较大发展，自50年代到80年代末，以潘光旦、徐中舒、童恩正
、董其祥、邓少琴、张勋僚、任乃强等一大批前辈学者，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巴族历史、经济、
政治、文化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后，巴文化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课题的分工更细，研究的手段更加先进，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涌现了一大批资深学者，并发表了大
量的有深度、有水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管维良的《巴族史》等，恕笔者无法在此一一列举。
总的来看，巴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广、关联度大的复杂问题。
它既牵涉文化人类学基本理论，即如何界定巴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同时也牵涉巴文化与蜀文化、
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关系问题。
由于历史上文献资料的匮乏，加之考古材料得有一个不断发掘和不断认识的过程，要想在短时期内将
巴文化的诸多问题彻底弄个水落石出，恐怕不是某一代人或几代人所能做到的，可谓任重而道远。
从区域文化学和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巴文化是具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具有从古到今的历史延续性
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
巴文化的始源在三峡地区，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乃至人类的起源时代。
巴文化的诞生离不开三峡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作为南方文明起源地之一的三峡地区，较早就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土著文化。
早期巴文化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生活在新石器时
代早期峡江地区的古人类极有可能为巴人的祖先，而正是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孕育了以后的巴
文化。
综观20世纪巴族文化的研究，是以历史文献为主，以考古发现为辅，以考古佐证文献、以遗存补阙文
献的方式而构建起来的。
这种方式有明显的缺陷，一是文献与考古接榫困难时，对历史链条的断层，易于被怀疑和否定；二是
容易忽视巴文化多源多流的复合体性质。
巴族文明从始源独立的文化演变为区域性的文化，纯粹依赖历史文献的分析是困难的，而考古发现成
了这一演变的实证，且成为演进序列自成体系的完整链条。
因此，未来的巴族文化的研究，面临着从文献研究为主向以考古研究为主的转型。
笔者出生于湖北来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家族。
作为巴族的后裔，对自己祖先的历史，自上大学开始便十分关注，大学期间就读的是中南民族大学历
史系，毕业后又如愿分配到湖北恩施自治州博物馆工作至今，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着少数民族实物
资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和研究。
特别是近十年来，直接参与和主持完成了三峡库区和清江流域地下文物的抢救性发掘工作，积累了比
较多的田野工作实践经验，尤其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巴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
更加激发了本人对巴文化探索的浓厚兴趣，于是在多年前便注重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发
表了不少与此相关的学术文章。
2007年底，得到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办的课题资助，使笔者有幸对以三峡为中心的整个巴族分布地区进
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考察，收集了大量材料。
并深入到重庆师范大学、三峡大学等巴文化研究的学术机构进行学术交流，特别向管维良等资深专家
学者虚心请教，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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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戊种第2号)》采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
交叉研究的形式，对巴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
 综观20世纪巴族文化的研究，是以历史文献为主，以考古发现为辅，以考古佐证文献、以遗存补阙文
献的方式而构建起来的。
这种方式有明显的缺陷，一是文献与考古接榫困难时，对历史链条的断层，易于被怀疑和否定；二是
容易忽视巴文化多源多流的复合体性质。
巴族文明从始源独立的文化演变为区域性的文化，纯粹依赖历史文献的分析是困难的，而考古发现成
了这一演变的实证，且成为演进序列自成体系的完整链条。
因此，未来的巴族文化的研究，面临着从文献研究为主向以考古研究为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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